
□ 本报记者 冯凯治 李宇

俗语说，吃豆胜过吃肉。一粒小小的豆

子，从豆荚中蹦出，端上餐桌，就变成了用豆

浆、豆皮、豆干、豆腐等制成的各色美食。

汾阳市三泉镇平陆村是远近闻名的豆腐

村，“卤水点豆腐”技艺在这里也已传承了百

年。作为以传统豆腐手艺闻名的平陆村，通

过党建引领、产业升级，将传统产业转化为乡

村振兴的强劲动能，走出了一条“老手艺+新

业态”的集体致富路。

如今，这个曾面临传承危机的传统村落，

正以日均 1.5吨的豆制品产量，书写着乡村振

兴的新篇章。

百年工艺遇瓶颈
小作坊困局待破

清晨 5 点，当第一缕阳光尚未穿透吕梁

山的薄雾，平陆村的豆腐坊早已蒸汽氤氲。

68岁的老师傅张永贵手持长柄木勺，将

祖传的酸浆缓缓倒入沸腾的豆汁，雪白的豆

花瞬间凝结——这套传承四代的“卤水点浆”

工艺，曾让平陆豆腐以“嫩如脂、弹如膏”的特

质而远近闻名。鼎盛时期，平陆村“家家磨豆

浆，户户豆腐香”，二十多户豆腐作坊每日要

向汾阳、孝义等周边县市输送近千斤豆腐。

“那时候凌晨三点就得起床磨豆子，做完

豆腐还要挑着担子走十几里山路去卖。”张永

贵回忆道。

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这个有着 300
年豆腐制作史的村庄面临严峻的传承危机。

“年轻人宁愿去城里打工也不愿学这门苦手

艺，2020年全村只剩 5户还在坚持，日产量不

足 300斤。”村党支部书记张文智指着村里几

处废弃的磨坊说。更令人忧心的是，传统家

庭作坊模式效率低下、标准不一，部分商户为

降低成本改用石膏点浆，让平陆豆腐“酸浆点

制”的特色和口碑逐渐流失。

党建引领破局
小豆腐的“二次创业”

转机出现在 2022 年春天。三泉镇将平

陆豆腐产业纳入“一村一品”重点培育项目，

在镇党委支持下，村“两委”带领村民开启了

“取经之路”。他们先后赴安徽八公山、河北

高碑店等豆腐名产地考察，最远甚至到云南

石屏学习豆腐产业升级经验。

“看到人家机械化生产线日产 10吨，包装

车间工人穿着无菌服作业，我们既震撼又着

急。”党员豆腐户王建军回忆道。考察归来后，

村里立即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经过激烈讨论，最

终确定了“机械换人但不换工艺”的升级路径。

在镇政府 200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下，平

陆村盘活闲置的旧校舍，改建成占地 800 平

方米的现代化车间。通过“支部+合作社+农

户”的创新模式，整合 12 家散户成立“豆香

源”专业合作社。

为确保品质，合作社统一采购东北非转

基因大豆，引进价值 80余万元的全自动磨浆

机、数控压榨机等设备。但令人称道的是，新

生产线特别保留“酸浆点制”这一核心工艺环

节，由张永贵等 5 位老师傅组成技术团队严

格把控。

“机械替代了 60%人力，但关键步骤仍坚

持手工。”技术总监李月娥指着车间的传统工

艺区介绍，“这里的温度、湿度都经过精确控

制，点浆时间要精确到秒，这样既保持了传统

风味，又确保了品质稳定。”如今，车间已通过

SC认证，产品检测合格率达到 100%。

产业链上做文章
豆腐经济多元绽放

走进如今的平陆豆制品加工园，空气中

弥漫着浓郁的豆香。三条自动化生产线正满

负荷运转，工人们穿着统一的工作服在各自

岗位忙碌。这里的豆制品已从单一的白豆腐

发展到三大类十余个品种：清晨 5 点配送的

鲜豆腐主打周边商超和学校食堂；真空包装

的五香豆干远销太原 20多家连锁火锅店；特

制的低盐腐竹成为电商平台“晋味坊”的爆款

产品，月销超 5000单。

更让村民惊喜的是，原先被当作废料的豆

渣如今被加工成有机饲料，以每吨 800元的价

格返销给周边养殖户。浸泡豆子的山泉水则

开发出“豆腐宴”特色文旅项目，游客可以体验

从磨豆到点浆的全过程，最后品尝地道的“豆

腐全席”。村里还注册了“平陆酸浆豆腐”地理

标志商标，设计了一整套文创包装。

“现在每天要加工大豆 1.2 吨，月营业额

超 30万元。”张文智给记者算了一笔精细账，

村集体占股 51%，23户农户以技术、设备入股

分红，村民在车间实现稳定就业，月工资都在

3000元以上。

2023 年，该产业带动村集体增收 18 万

元，从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增加 2.4万元。更可

喜的是，已有 3 位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陆续

返乡加入豆腐坊。

传承与创新
打造豆腐产业生态圈

站在新建的观光走廊上，张文智指着远

处的建设工地介绍：“那里正在建冷链仓库和

研发中心，下半年还要引进豆制品深加工设

备。”根据规划，平陆村将用三年时间打造集

生产、加工、观光、体验于一体的豆腐产业生

态圈，预计年产值可突破 500万元。

三泉镇党委书记李强说：“平陆模式将在

全镇推广，我们正在制定传统手工业振兴计

划，要让更多‘老手艺’变成‘新产业’。”据悉，

汾阳市已将平陆豆腐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并纳入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从“散户单干”到“集群发展”，从“论斤称

卖”到“多元增值”，平陆村的蜕变印证了传统

产业升级的可行路径。如今，每当夜幕降临，

平陆村的豆腐车间依然灯火通明。那缕缕豆

香，不仅飘荡在吕梁山间，更通过网络飘向全

国各地，讲述着一个关于传承与创新的乡村

振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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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阳市平陆村

一块豆腐“点”活乡村振兴大产业

本报讯 （记者 刘子璇） 近日，记者

从市文旅局获悉，为切实保障文化旅游行

业安全稳定运行，市文化旅游安全专委会

积极行动，在安全生产工作上持续发力，

取得了显著成效。

秉持“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市文旅

部门持续开展对景区景点、公共文化场

所、文旅经营场所及文博单位的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重点聚焦消防安全、旅行社租

用旅游包车、景区游乐设施、大型文艺演

艺等关键环节，进行无盲区、无死角、无遗

漏的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

切实保障文旅场所的安全运营。

消防安全是文旅行业安全的重要一

环。市文旅部门全面深化全市文旅行业、

文物系统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达标创建工

作，建立起分析评估、定期会商、联合执法

等高效工作机制。去年，在打通消防“生命

通道”专项行动中，共排查文旅、文物单位

197家次，现场处置相关问题隐患 29个。此

外，借助“消防安全月”等活动，积极开展消

防安全知识“进景区”活动，组织消防安全

“明白人”培训会，有力提升了文旅行业和

文物系统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文物安全始终被摆在首位。市文旅

部门严格落实《山西省文物安全责任制实

施办法》，稳步推进文物安全防护工程项

目建设。扎实开展文物安全专项整治，针

对不可移动文物、文物收藏场所、文物保

护工程等重点领域开展自查自改、督导检

查、交叉检查工作。

为更好地应对各类安全风险，市文旅

部门充分发挥部门协同联动作用。加强与

气象、交通、公安、消防等部门的联系，完善

信息互通制度，及时掌握天气变化、自然灾

害、道路状况、车流客流等情况，第一时间

发布安全提示和预警信息。同时，积极开

展多部门联合执法和监督检查，截至目前，

联合消防部门开展消防安全专项督导检

查，联合交通部门开展旅行社大巴、景区道

路安全专项督导检查，联合公安部门开展

打击文物犯罪、违规接纳未成年人专项督

导检查。同时建立了文旅安全应急救援协

同处置机制，制定印发了文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部门预案，切

实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与文旅行业稳定运行。

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聚焦重点任务，

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文旅行业安全监管，抓好安

全管理能力建设，为全市文旅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安全

稳定的环境。

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面对

面”“手把手”帮助规范流程，实施食品

安全视频监控“天眼工程”，确保关键

部位“管起来、管得住”……今年以来，

文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施策、标

本兼治，通过强化摸排整治、抽样评

估、示范创建等手段，打出了一套小作

坊治理的“组合拳”，切实提升了小作

坊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该局按照“全面整治、重点攻坚、

分类推进”的工作思路，集中推进重点

区域和重点品种整治。坚持“堵疏结

合、打扶并举”，一手抓打击取缔，积极

协调当地乡镇、公安、供电等部门，通

过“断水”“断电”“加大不间断巡查频

次”等手段，倒逼小作坊开展升级改

造；一手抓规范提升，通过“面对面”

“手把手”扶助小作坊合理规划布局、

完善加工流程、开展标准化改造。

在严管小作坊“生产行为”的同

时，文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大“经营

行为”监督检查力度，开展食品流通环

节、餐饮服务环节和学校食堂的监管，

严格监管食品进货查验行为，规范市

场在售小作坊食品行为，从“下游”管

控小作坊食品经营行为。通过打击取

缔和规范提升双向发力，推进小作坊

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再上台阶。

之前，豆制品及肉制品生产小作

坊普遍使用“土、小、燃煤”锅炉，废水

乱排乱倒，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并严重

影响大气和水生态环境治理。全市食

品小作坊示范点创建工作开展以来，

该局进一步细化分解任务，明确创建

标准，精心组织谋划，切实推进小作坊

示范创建工作，先后取缔燃煤锅炉 51
台，督促建立废水收集设施 69 处，打

造食品小作坊示范点 10户、创建本质

安全型食品加工小作坊 2户。

在监管过程中，该局还坚持智慧

监管与风险评估并行，实施食品安全

视频监控“天眼工程”建设，在全县食

品小作坊的关键部位安装远程在线实

时监控系统。各小作坊重点监控生产

加工场所和成品储存保管等部位，有

效管控从业人员个人防护、场所卫生

清洁、加工过程及非法添加等环节，做

到“关键部位可视、关键环节可控”，确

保“管起来、管得住”。针对小作坊食

品主要在本地流通，为总体评估全县

小作坊食品安全水平，该局还开展了

全县小作坊食品全覆盖抽样。

截至目前，文水县改造小作坊 138
户，另有 3户肉制品小作坊提档升级为

食品生产企业，小作坊关键部位视频监

控系统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累计完成

小作坊豆制品 32批、肉制品 50批，食醋

5批次的抽样检查，有力地保障了全县

小作坊食品总体质量安全可控。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任重道远。

我们将认真践行监管使命，持续用坚

守和担当践行市场监管人的初心和使

命，以务实的举措、优良的作风推动各

项工作再上台阶，为助力高质量发展

不断贡献力量。”文水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局长麻俊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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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打出监管“组合拳”提升食品安全水平

近日，为进一步增强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意识，确保弱势群体住所的生命财产安全，兴县消防救援大

队走进辖区养老院开展消防宣传活动，为老人们送上关爱、传递平安情暖“夕阳红”。消防宣传员通过“面

对面讲解、手把手教学”的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作人员、老年人讲解如何预防火灾、如何正确报警、

如何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常识，让大家深刻意识到火灾的严重后果及预防火灾的重要性，为建设平安吕梁

贡献消防力量。 记者 侯利军 摄

图为消防宣传员向员工讲解消防知识和消防器材使用方法。

甲维盐，全称甲氨基阿

维菌素苯甲酸盐，是一种具

备高效、低毒、低残留、无公

害等特性的杀虫剂。但甲维

盐有一个缺点，就是速效性

差，害虫抗药性强，一般施药

后 3-4 天，才能杀死害虫，许

多 农 民 误 认 为 杀 虫 效 果 不

好。

甲维盐高效复配：
甲维盐复配虫螨腈

虫螨腈则是一种新型吡

咯类杀虫、杀螨剂，具有触杀

和胃毒作用，与其他杀虫剂

无交互抗性，其杀虫活性高，

尤其在防治抗药性较强的老

熟幼虫方面，效果十分突出。

甲维盐+虫螨腈复配，综

合了二者的优势特点，可以

杀卵、杀虫、杀螨，而且持效

期更长！

甲维盐复配高效氯氰菊

酯

高效氯氰菊酯是一种菊

酯类杀虫剂，具有触杀和胃

毒作用，害虫接触药剂后，通

过 与 害 虫 体 内 的 钠 离 子 结

合，破坏害虫的神经系统，害

虫 不 能 取 食 ，最 终 导 致 死

亡。具有速效性好，击倒速

度快，防治害虫范围广，价格

便宜等特点。

甲维盐的复配性很好，

还能与氟铃脲、茚虫威、甲氧

虫酰肼等多种农药复配，均

有很好的增效作用，在防治

害虫时，可交替使用，防治效

果更好。

甲维盐复配禁忌：
甲维盐在和其他药剂复

配使用时有一些禁忌，使用

不当轻则降低药效，重则产

生药害。

1、甲维盐不能与杀菌剂

混用：许多农药杀菌剂对生

物农药具有杀伤力，因此，微

生物农药与杀菌剂不可以混

用。甲维盐千万不能够和百

菌清、代森锰锌、代森锌等多

种杀菌剂混用，因为甲维盐

是生物制剂，会影响甲维盐

的药效。

2、要注意不同品类农药

混搭：可湿性粉剂、乳油、浓

乳剂、胶悬剂、水溶剂等水介

药剂一般不可混搭使用。

3、甲维盐无论混配什么

药剂都应该遵循“现配现用、

不宜久放”的原则。药液虽

然在刚配时没有反应，但不

代表可以随意久置，否则容

易产生缓慢反应，使药效逐

步降低。

据《山西农民报》

甲维盐复配效果好
注意这些配伍禁忌

知识农业

随着气温回升，我省各

果区果树相继进入萌芽期和

花期，果树病虫开始滋生蔓

延，日前，山西省植保植检中

心发布果树花前主要病虫发

生趋势，预计我省果树花前

病虫整体中等发生，部分果

园苹果树腐烂病、山楂叶螨

偏重发生。提醒果农朋友适

时防治。

一、发生趋势
苹果树腐烂病中等至偏

重发生，发生面积 120 万亩；

果树干腐病中等发生，发生

面积 60 万亩；果树白粉病偏

轻发生，发生面积 80 万亩；

果树叶螨中等发生，发生面

积 80 万亩次；金纹细蛾中等

发生，发生面积 60 万亩次；

苹小卷叶蛾偏轻发生，发生

面积 40 万亩次；果树介壳虫

偏轻发生，发生面积 30 万亩

次。桃树上桃蚜、梨小食心

虫 、桑 白 蚧 整 体 中 等 ，局 部

偏 重 发 生 ；流 胶 病 、根 腐 病

整 体 偏 轻 ，局 部 中 等 发 生 ；

苹 毛 丽 金 龟 在 中 南 部 部 分

果园整体中等，局部偏重发

生。

二、预报依据
1.据果区各农作物病虫

害监测区域站调查，病害基

数略高于上年同期，虫害基

数接近或略低于上年同期。

2.气象条件对病虫发生

整体有利。据省气候中心预

测，4-5 月，全省大部分果树

主产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

1-2成，月平均气温较常年同

期 偏 高 0.5℃左 右 。 气 温 偏

高，降雨偏少有利于果树叶

螨、干腐病、白粉病等病虫的

为害和流行。

3.生态条件有利于病虫

害发生。当前阶段果树对营

养需求较大，部分树势较弱

的果园，对病虫害抵抗能力

差，为苹果树腐烂病、干腐病

等病害的侵入和扩散蔓延提

供了有利条件。另外，由于

一些果园清园不彻底，落叶

杂草、病虫枝残留量大，为山

楂叶螨、金纹细蛾、苹小卷叶

蛾 等 害 虫 的 越 冬 提 供 了 场

所，有利于害虫发生。

三、防治建议
1.农业防治：

在开花前，及时清理果

园 落 叶 、落 果 、病 虫 枝 和 杂

物，消灭越冬病虫。

2.化学防治：

在苹果花蕾露红初期，

选用石硫合剂喷雾，防治果

树叶螨、介壳虫、毒蛾、白粉

病、霉心病、早期落叶病等多

种病虫害。也可选用代森锰

锌、腈菌唑等药剂预防褐斑

病、白粉病等病害，选用哒螨

灵 、氯 虫 苯 甲 酰 胺 、乙 唑 螨

腈、乙螨·三唑锡等药剂防治

叶螨、金纹细蛾等害虫。腐

烂病的防治，可在刮治病斑，

然后在病斑处涂刷甲基硫菌

灵、氟硅唑、辛菌胺醋酸盐等

药剂进行防治。

据《山西农民报》

果树花前主要病虫发生
趋势及防治建议

本 报 讯 （记 者 刘 小
宇） 4 月 17 日下午，“政金合

力 企向未来”2025民营企业

金 融 服 务 超 市 首 场 活 动 举

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任忠致辞。

此次推出的金融服务超

市属全省首创，通过“政府搭

台、银企对接”模式，旨在打

通 融 资 堵 点 ，降 低 信 贷 门

槛。活动现场，12 家金融机

构推介重点融资产品并开展

银企对接洽谈。

任忠指出，民营企业是

我市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科技创新的“强引擎”、民生

改善的“压舱石”。为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市委、市政府创

新推出“五个一”行动，包括

建立民间资本推介机制、出

台 16条扶持政策、设立转型

基金等举措。他希望，各金

融 机 构 要 发 挥“ 及 时 雨 ”作

用，创新产品、简化流程，让

金 融 活 水 精 准 灌 溉 实 体 经

济 ；各 民 营 企 业 要 练 好“ 基

本 功 ”，用 好 政 策 、规 范 管

理 ，在 转 型 升 级 、创 新 驱 动

中厚植优势；政府各部门要

当好“店小二”，完善政策配

套，加强数据共享，做好风险

防控，常态化开展银企对接，

让企业融资更省心、银行放

贷更安心。

2025民营企业金融
服务超市首场活动举行


